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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最近一份
民调显示，53％台湾民众认为民进
党应废“台独”党纲，以“维持现状”
取而代之。去年“5·20”至今，两岸

“现状”之所以生变，只因民进党不
舍“台独”党纲，不认两岸一中。蔡
英文当局一向以“民意”自命，现在
多数台湾民众要求弃“独”，民进党
会怎么做？

这份调查显示，75％受访者
认为两岸有必要进行谈判协商，
建立共同政治基础，作为各项交
流的依据。蔡英文选前承诺维持
两岸现状，民调显示 51.3％受访
者不认为蔡有明确做到，即使是
民进党支持者，也仅 13.1％认为
蔡“大部分有做到”。

当民众进一步被问到，“如果
民进党把两岸关系维持现状的主
张建立成为新的党纲，用来取代民
进党原来主张台湾独立的党纲”
时，有 53％表示支持，28％表示不
支持。有意思的是，被蔡英文称为

“天然独”的年轻群体，支持这一观
点的比例高达六成；而绿营支持者
中，也有60％表示支持。

民进党执政一年，“新南向”犹
如画饼，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已成云烟，对美日巴结逢迎，两
岸关系每况愈下。随之而来的，是大
陆游客大幅减少，岛内旅游业损失
惨重，台湾错过亚投行和“一带一
路”，参与国际事务处处碰壁。这种情况下，岛内民众开始
意识到民进党两岸政策的不妥，也是“自自冉冉”的了。

蔡英文的支持率已经跌至三成，全台批评声浪潮
涌，连民进党内也骂声四起。主因在于，民进党为了

“远大陆”，制定的政策如“新南向”、“联美日抗大
陆”等，根本不切实际。在惨痛的现实面前，民进党
只剩一张嘴，把黑的说成白的，将失误掰成政绩，将

“破坏现状”篡改为“维持现状”。
靠嘴执政迟早难以为继，面对困境，民进党有两

种选择，一是迷途知返抛弃“台独”这一“神主牌”，
二是硬拗到底变本加厉。两条路通向截然不同的结
局，民进党需思量清楚。

脱离时代者，必被时代抛弃。“台独”伤害台湾
利益，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
一点民进党肯定心知肚明。但
民进党最不愿直视和承认的，
乃是“台独”也会将民进党本
身导向绝路。只要不看透这一
点 ， 民 进 党 就 会 一 条 路 走 到
黑，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将自
己和台湾一起坑害。

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最近公布的 《2016
年澳门环境数据报告》 显示，去年澳门一共
处理生活垃圾 24 万吨，比 2015 年增加了
5％，相当于65万澳门居民每人每天产生1千
克生活垃圾。加上林立的宾馆饭店，每年约
3000万人次的游客，给澳门的生活垃圾处理
带来不小的挑战。

面临地少人多的条件限制和环保的压
力，澳门特区政府和企业采取了多种应对措
施，包括回收分类、餐厨垃圾降解等。

在澳门半岛白鸽巢公园附近，记者看到
一间封闭式垃圾站配备了电子感应投放口，
不需要触摸垃圾桶盖即可投放生活垃圾。垃
圾站内部安装了紫外线消毒灯和杀虫灯，没
有异味和蚊虫。

“这种垃圾站建成后，社区卫生完全不受
垃圾收集的影响，对澳门的旅游环境也有促
进作用。”澳门民政总署环境卫生及执照部部
长冯惠星介绍说。

澳门以前也采用粗放式回收，用单一垃
圾桶接收所有垃圾，带来的后果是滋生蚊
虫、污水异味扰民，影响后续回收。近年
来，已经建成 130 多个封闭垃圾站和约 70 个
移动式垃圾压缩站，以代替传统的垃圾桶，
并在旁边摆放回收塑料、玻璃、金属和纸张
的分类桶。

冯惠星介绍说，垃圾分类还在起步阶段，
需要澳门居民和来访游客共同努力实现。而占

生活垃圾主要部分的餐厨垃圾，政府已经和一
些非盈利机构合作，对大型食堂、公益组织的
餐厨垃圾进行回收降解。普通家庭产生的餐厨
垃圾暂时还无法实现专门处理。

澳门主要酒店集团之一的金沙中国对生
活垃圾的回收处于业界的领先位置。除了分
类回收纸张、塑料和玻璃外，在旗下多家酒
店一共安装了七台餐厨垃圾处理机，实现了
餐厨垃圾无害分解和排放。

在威尼斯人酒店地下一层，记者看到一
台小面包车大小的餐厨垃圾处理机正在工
作。盛满剩余菜叶和饭食的
垃圾桶被机械台自动抬到投
料口，完成垃圾投放后加入
酵解微生物和碎木屑，并注
入热水。一定时间后，餐厨
垃圾分解为二氧化碳气体、
残渣和符合排放标准的水。
残渣由专业公司回收制成肥
料，产生的水排入澳门废水
处理厂处理后可直接排入大
海。

“先进的处理技术让我
们实现了可持续经营，但更
重要的是从源头上制止浪
费。”金沙中国的可持续发
展部部长萨义德·穆巴拉克
说。每台处理机每天可处理

1.5 吨餐厨垃圾，在整个集团推行“光盘行动”
等节约措施后，实际每天处理约750千克。

萨义德说，他们集团的做法已经得到同
行的认可，现在已有不少其他酒店也陆续引
进了类似的处理机来分解餐厨垃圾。

冯惠星和萨义德在采访中不约而同地提
到，生活垃圾的处理既需要投入“硬件”，也需
要升级“软件”。有了先进的垃圾分类和处理设
备，还需要居民、员工和游客的积极参与和执
行，才能让特区的日常生活和旅游事业可持续
发展下去。 （据新华社澳门电）

又到升学季，学子们成为关注点。今年，到台湾
求学深造的大陆学生情况如何？数字跌至新低：减少
了 16%，只有 1693 人；大学毕业留台继续深造人数也
是新低，只占 37%。在名额减少的情况下，台湾仍有
50所可招收陆生的学校招生未满，也创了新低。对比
2011 年台湾当局开放陆生赴台时大陆学子的兴奋和踊
跃，几年过去，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台高校含金量降低

大陆学子赴台之前，已可自由选择世界上任何地
区和国家的学校，台湾戴着的“禁地”面纱对学子来
说深具吸引力，同文同种的环境也让家长们更有安全
感。最重要的是，当时台湾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还领
先于香港大学和北京大学，台湾社会进步、高教优质
的形象是吸引大陆学生的主因。

但是学子们赴台后，恰逢台湾高教“大限”浮上
台面。少子化造成高校生源不足，高教普遍降低招生
门槛和教育标准。台教育主管部门出台关校和并校方
案，有些学校岌岌可危。台湾大学这样的“一流学
府”还接连爆出论文造假的丑闻，斯文扫地。台湾大

学的世界排名也被香港大学、
北京大学超越。

台湾中原大学校长张光正
近 日 接 受 台 湾 媒 体 采 访 时 表
示，台湾的大学学历不如以前
值钱了，这跟整体高教环境有
关，“都饿得快死掉了，经费
这 么 低 ， 学 校 怎 么 可 能 办 得
好？”张校长分析，台湾各大
学学杂费已经多年没涨过了，
政客们为了当选骗选票不准涨
价，教育缺乏资源，大学的竞
争力一直在萎缩，如何提升含
金量？

正如一位台湾高校的校长
所言：“陆生来台读书，是因为
对台湾的教育有很大的期望，
如果台湾高教让陆生失望，他
们为什么还来？”

捆绑歧视令人不爽

虽然台湾高校生源不足，但只针对大陆学生的
“三限六不”仍未松绑，“三限六不”即限制采认大陆
优秀院校、限制陆生赴台总量、限制采认医学和关系

“国家安全”领域的专业；不加分、不提供奖助学金、
不能影响台湾招生名额、不允许校外打工、毕业后不
可留台就业、不开放报考台湾证照。

其实还有一个最切肤的“不”，即不准享受台湾健
保 （健康保险）。在台湾的高校校园里，只有大陆学生
这个群体没有健保。对此，一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
台湾辅仁大学陆生说：“我其实不关心健保，因为我记
事起好像就没去看过病。但是，凭什么就我不能有健
保？让我不爽的是这个。”另一位读社工专业的大陆女
生说：“我们在课堂上常讨论弱势群体，我一边参加讨
论一边想，其实我就是弱势群体。”记者听闻一阵心
疼。他们这个年纪在大陆都是独生子女，在家贵若珍
宝，何曾有过“弱势”的体验？

即便如此，台湾的政客们还频频用健保话题来耍
弄陆生。去年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号称要“展现善

意”，将陆生纳入健保。方案一出来，原来是先将港澳
侨和外籍学生的健保费由每月 749元 （新台币，下同）
涨到每月 1249元，然后让陆生比照办理，无形中将涨
价之罪算到陆生头上。目前，这个方案尚未表决通
过，今年入学的大陆学生仍然没有健保。

除了陆生政策，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敌视态度也是
今年陆生锐减的主因。

赴台观感三级跳

大陆学生赴台求学的心路历程大约有三个阶段。
先是“我要去台湾”的喜悦，以 2011年一个网红的赴
台博客为代表：“每个人都愿意停下来告诉我路在哪
里，每个司机都愿意停下车仔细问我究竟要到哪里
去，每个景点都热心地给我地图告诉我方向，每个小
吃店都会看到热情的笑脸……”学子们欣赏享受着台
湾礼貌、有序、服务业周到的一面。接下来，他们会
在电视里看到有人骂“426 （死阿陆） ”、“共匪”；在
校园里竞选学生会干部会被“查三代”；还会有莫名妙
的“共谍”阴影上身……除了政策与社会氛围，一些
琐事也让陆生感受到不快，比如水房一张寻物启事下
注一行小字：应该是陆生拿的。有陆生在校园网上反
击：一双洗过的匡威帆布鞋，您视为名牌，我们陆生
还真没看上。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扶贫送您一双。

至此，另外一个网红博客代表了此一阶段的陆生
心情。在台湾大学研究所就读的陆生张逸帆在 《你们
的健保很好，但我没向你们乞讨》 一文中说：无法忍
受在一边肆无忌惮地辱骂着你的出身、一边又以“文
明与先进自居”的社会生活下去……真诚地告诉想来
台湾求学的学弟妹两个字：别来。“来前以为是民主自
由基地，来后才知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句话在台
湾的大陆学子中逐渐流行。

也有一位在台湾大学毕业后留下来继续读研的陆
生告诉记者，走过了前两个阶段，陆生对求学台湾会
回归理性，根据专业和个人条件选择，也会客观看待
两岸间的差异。“毕竟两岸各有长短，利用求学体验一
下台湾社会也是人生经验。”

近日，有台湾名流直言台湾不吸引大陆优秀学生
是“路走偏了”，可惜这条路没有反正的迹象，要继续
偏下去。

政策歧视 文凭失色 好感下降

陆生赴台人数跌跌不休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台湾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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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处理生活垃圾招很多
王晨曦 文/图

澳门街道上放置的分类回收垃圾桶。

新华社香港6月5日电 （记者周雪
婷） 由香港年轻专业人士组成的团体

“香港青年新创见”于5日举行第一届会
长团就职典礼。

“香港青年新创见”旨在凝聚海峡
两岸暨港澳工商界青年，通过为会员提
供持续进修、服务社群、考察交流的机
会，帮助他们深入认识国情，促进彼此
在商贸、文化体育艺术、青年事务等领
域的交流合作，感召新一代青年为香港
和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香港青年新创见”会长林文在就
职典礼上表示，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但许多香港青年对国家认识
仍然不足。我们希望组织一系列活动
让香港年轻人了解到，只有在建设香
港、服务国家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得到

自我实现。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

华在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一直鼓励香
港年轻人多与其他地区的年轻人相互交
流，“香港青年新创见”一直致力于加
强香港与不同地区青年人的沟通，并在
本地青年中推广中华文化与国情教育。
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其
中，成长为香港的栋梁。

“香港青年新创见”于 2015年 11月
倡议筹建，现有会员近200人。

目前，“香港青年新创见”设有
“中轴线教室”，旨在在港推广国情教育
和传播中国文化。此外，还有公共事务
委员、创新科技委员会、经济发展事务
委员会、文化事务委员会、环保及工程
事务委员会等9个部门。

据新华社南京 6月 5日电（记者刘巍
巍）直发齐肩，白衣黑裙，双眸闪烁。初见台
湾艺术家黄本蕊，仿佛6月的暑热中飘来一
丝清凉之风。

“以花之名——黄本蕊首次大陆个展”
正在苏州举办，透过手中的彩笔，黄本蕊
说，“渲染烂漫色彩，我以温柔疗愈人心”。

黄本蕊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
学美术系，主修油画，后赴美国纽约就读于
视觉艺术中心学院，先后在美国等地多次
举办个人展览。

“画作中的奇思妙想，贯穿着我在生活

上或思绪上的所想所感。”黄本蕊说。
此次个展被打造成一座浪漫的私密桃

花源，在一片粉红、鹅黄等明媚色彩中，安
置了高低不同的圆柱和秋千，20 多座以玻
璃钢或羊毛毡制作的兔子尼尼以不同姿态
安坐其中。

作品看似梦幻轻松，但对艺术家而言
是一场无止尽的搏斗。黄本蕊说，“如履薄
冰”的心境始终如影随形。“尼尼不时回眸，
我常常感觉它用一种眼光凝视着我，就是
带着这句叮咛的目光——‘尼尼不变，但你
不能停滞不前……’”

台湾艺术家黄本蕊以温柔疗愈人心台湾艺术家黄本蕊以温柔疗愈人心

6 月 5 日，由北京市珐琅
厂、中外珐琅美术馆共同推出
的见证香港回归 20 周年景泰蓝
作 品 《普 天 同 庆》 在 北 京 亮
相。

该作品以 1997 年香港回归
时北京市人民政府赠送给香港
特区的一对景泰蓝瓶 《普天同
庆》 为原型，由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米振雄、戴嘉林、钟连盛
联袂打造而成。

图为人们参观景泰蓝作品
《普天同庆》。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香港青年新创见”举行会长团就职典礼

新华社厦门 6月 6日电 （记者付敏）
由两岸专家携手制定的闽南语方言广播实
践规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闽南话
播音主持水平测试标准’”6 日在厦门理
工学院发布。

“闽南话播音主持水平测试标准”是
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闽南话广播60
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参照相关闽
南话理论研究成果而制定的一套比较科学
可行的闽南话广播应用规范标准。该标准
涵盖语音、词汇、句法、转译、朗读、表
达等测试内容，分为三级，未来可作为闽
南话广播从业人员绩效考核与职称评定的
参考标准，也可作为全国闽南话水平等级
考试资格认证的行业标准。

据了解，海峡两岸闽南语专家学者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广播人协作，共同
完成了这一方言广播实践规范的制定。该
项目于2010年立项启动，2016年列入“国
家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部 级 社 科 研 究 项
目”，经过近七年时间的筹备，目前已编
写完成并出版成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节目中心副
主任黄少辉表示，闽南话在两岸人民沟通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亲情作用。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创办60多年来，闽南
话广播运用乡音乡情，拉近了两岸人民的
距离，沟通了两岸人民的情感。

闽南方言是重要的汉语方言之一。据
统计，全球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口达6000多
万。闽南话是台湾民众尤其是中南部民众
使用最广泛、接受度最高的方言。

两岸携手制定闽南语广播实践规范


